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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 ,因此最

终归结到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实践 ,这本身就表现为对中国现实的超前。 超前性一定意义上也

就是与现实的冲突性: 资本主义的近代经济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不可能得到兴盛。 西

方经济思想和经营方式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郑观应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

出发点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正是中西圆融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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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农

业宗法社会传统的经济思想也开始向近代

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思想变迁。 早期资产

阶级改良派 (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陈

炽、何启、胡礼垣等 )的经济思想的近代性

质已颇为鲜明 ,其中郑观应堪为典型。郑观

应身兼近代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

家与近代企业家 ,其经济思想代表了当时

的最高水平。正因如此 ,郑观应颇受学术界

青睐 ,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商战”理

念等研究较多 ,但对其经济思想的时代特

点和个性特征 ,史学界尚无具体研究。郑观

应经济思想具有政治功利、借鉴创新、思想

超前、中西圆融等四大特点 ,前两个特点已

有论述① ,本文继续分析后两大特点 ,试图

由此进一步透视出近代中国早期思想演变

轨迹及社会转型之一斑。

　　一、超越与前瞻:现实冲突

　　人的思想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现实 ,但

另一方面 ,思想意识与时代环境并不总是

同步的 ,或者落后于现实 ,或者超越于现

实。这既取决于思想家个人的世界观 ,也取

决于思想家认知事物的方法论。无论是滞

后还是超前 ,如果过于悖离具体的社会条

件和历史环境 ,都将与现实产生严重冲突。

先进的思想同样源于实践 ,但却超越于实

践。就当时的中国来说 ,虽说还不具备完整

意义的资本主义经济 ,但郑观应的近代经

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

思想的引进 ,因此最终归结到了西方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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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实践 ,而不是郑个人的主观臆造 ,这

本身就表现为对中国现实的超前—— 近代

的经济思想对应于高度社会化大生产的资

本主义经济环境。在郑观应时代 ,这种经济

环境仅初具刍形 ,其后亦始终没有发育成

熟 ,这就决定了郑观应的经济思想与历史

现实的矛盾和冲突。超前性一定意义上也

就是与现实的冲突性。 当他揭露洋务企业

的诸多弊端时 ,他是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

者 ;当他提出自己的各种思想主张时 ,他又

是一个超前的理想主义者。

　　对现实的批判和对西方经济的引进 ,

这都为现实所不容。郑观应对洋务运动弊

病的揭露和抨击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不满 ;

相应地 ,他提出的许多主张尽管是正确的 ,

却很难顺利付诸实行。由于中国经济落后 ,

工商不振 ,利权外失 ,郑对此深为痛心 ,他

急切希望改变这种耻辱的局面 ,振兴工商 ,

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欲如此 ,势微力弱的

工商界显然难以担此重任 ,政府对工商的

提倡、保护和奖掖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推

动作用。郑满腔热情 ,一再呼吁官商相通 ,

官要扶助、抚恤和优惠工商 ,而不是勒索、

暴虐和困挠工商。 但现实却是无情的。封

建主义的专制政府与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

本来就是水火不容 ,郑却幻想二者能够水

乳交融 ,共图振兴工商、富强国家之梦。严

酷的现实一再粉碎了他的幻想。 他看到的

官大多是困商、虐商、病商的官 ,切身的经

历和感受 ,使他对这些官的批判既深刻 ,又

具体 ,说服力很强。

　　渴望振兴工商、挽回利权、发展民族经

济的郑观应并不仅仅停留于口头的倡导 ,

而总是脚踏实地、躬亲体行。不管是参与哪

个洋务企业的创办或管理 ,他都行事严谨 ,

勤于调查 ,善于发现问题和流弊 ,抓住关

键 ,认真整顿和改革 ,尽量按照资本主义企

业本身的经济规律和法则去经营和管理 ,

这必然遭到在封建方式之下受益人的反对

和攻击。他任汉阳铁厂总办期间 ,事事要受

督办盛宣怀的控制和约束 ,连职权范围之

内的用人也大受限制 ,即使钢铁的销路同

样有人作梗。郑观应竭力降低成本 ,提高质

量 ,以期与外国钢轨一争雌雄。然而 ,即使

本国产品达到了洋货水平 ,仍不能保证其

销路。郑任铁厂总办时就说过: “北洋前买

外洋钢铁 ,价不廉于鄂 ,钢不胜于鄂 ,其时

某局员必曰洋钢之胜 ,洋价之廉。 大吏信

之。”他如煤、铁矿等皆类此 ,“其故何哉?盖

购于外洋 ,则用钱浮冒 ,一切皆可隐密 ;购

于华官 ,则恐一旦漏泄 ,有碍局员左右辈之

自私自利 ,是以大吏必为所蒙耳。”②由于

认识的局限 ,郑观应对“大吏”常有某种程

度的幻想。其实 ,在封建末世、清廷败落之

际 ,能有几个真正的贤能督抚! 况且 ,如若

果其贤能 ,何以为局员所蒙?正是在这些自

私自利的蠹虫—— 贪官污吏的把持和操纵

之下 ,才使中国近代工商企业举步维艰 ,难

以为继 ,幻想依靠他们振兴工商 ,无异于与

虎谋皮。

　　郑观应提出大开门户 ,将中国边境省

份开辟为“万国商场”。他说: “东三省、西藏

各省 ,强邻时欲侵占 ,与其留为外人蚕食鲸

吞 ,不若大开门户 ,凡与列强毗连之边境及

琼、廉地方 ,均辟为万国公共商场 ,如有外

人愿入我国籍者 ,准其杂居 ,招集公司开办

各项实业 ,吸收外人财力 ,振兴我国农工 ,

或藉彼合力以保疆土 ,免为外人侵夺。”③

他在另外一封信中谈及同一设想 ,他说:

“我国现在贫弱 ,民生计拙。中土路矿 ,外人

觊觎 ,各思侵占 ,不如将边界之地开作万国

商场 ,任外人懋迁有无 ,我收其捐税 ,贫民

亦可得其工资。凡西人所到之埠 ,无不大营

宫室、广投资本 ,各国商人如均有产业自应

公同保护矣。虽列强素存瓜分中土之心 ,然

见我政策改良 ,推诚相待 ,又肯将边界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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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商场 ,或不致横生阻力。”④他设想将

边境及琼廉沿海地方辟为万国公共商场的

目的是主动开放市场 ,吸引列强投资 ,免于

列强觊觎 ,于我既能保全领土 ,又能借力振

兴农工 ,并能收其捐税 ,还能使我贫民得其

工资 ,可谓一举多得。但其前提是万国商场

的主权问题。 郑很清楚 ,若主权不在我 ,开

放门户只能是牺牲民族利益 ,故他强调:

“惟最要者 ,须重定商律 ,收回治外法权 ,拟

暂照日本律例颁行 ,华洋一律 ,毋许歧视。

如是 ,则外人均受治于我法权之下 ,应无他

虞。”⑤他也意识到他的这一主张肯定为顽

固守旧派们所诟病。 “如此犹有所虑者 ,则

恐蚩蚩者氓 ,不明其中利益 ,尚多拘守 ,或

演出土客不和之恶感耳。”因此他说必须

“开导下愚” ,使之理解和支持。⑥然而 ,这

不仅仅是“下愚”的问题。

　　这一市场理论是郑观应经济思想与现

实冲突的又一典型反应。 首先 ,在霸权横

行、弱肉强食的近代国际秩序中 ,资本主义

列强根本不可能真心诚意帮助贫弱的中国

发展工商事业。其次 ,衰败的晚清政府的封

建性质决定了它无心亦无力担当领导中国

于“主权在我”的前提下的主动开放、振兴

民族经济的历史重任。再次 ,几千年的小农

经济 ,长期的闭关自守、重本抑末政策的强

韧束缚 ,使大多数人的小农意识、保守思想

根深蒂固 ,暗昧于历史前进的方向 ,缺乏对

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正确科学的态度 ,盲

目排外的惯性传统与心理积淀非短时间可

以“开导”转变过来 (义和团的对外方式可

谓最好的诠释 )。郑观应对列强的设想未免

天真 ,对清廷的企盼只能落空 ,对民众的认

识则比较现实 ,也许这正是他只在与友人

的通信中谈及此事而未公开论述的原因。

　　近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的冲突诚然是郑

观应个人的不幸 ,更是近代中国的悲哀。他

晚年终于认识到冲突的根源在于政治: “政

治关系实业之盛衰 ,政治不改良 ,实业万难

兴盛。查欧美政治革命 ,商人得参与政权 ,

于是人民利益扩张 ,实业发达。可见有治人

而后有法治 ,有治法必须有治人。”⑦他经

营实业 50余年 ,终于认识到“治人”与“治

法”、“政治”与“实业”的辩证关系。 资本主

义的近代经济在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之下

不可能得到兴盛。这是他个人的思想 ,也是

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结论。

　　二、西化与回归:中西圆融

　　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

思想材料出发 ,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

的事实中”⑧。 中西对抗、中西文化的冲撞

和交融 ,给任何一个生活于该时代的思想

家提出了中西文化的评价问题。郑观应出

身于一个封建地主的书香之家 ,自小接受

了正统的儒家文化熏陶 ,但滨海的香山 ,近

邻的澳门 ,国门的打开 ,家父的开明 ,欧风

美雨渐有浸润 ,这铸就了郑观应的开放意

识 ,使之容易接受新生事物 ,而非顽固守

旧、盲目排外之辈。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产生首先源于他的

买办生涯 ,然后又在经营洋务企业的实践

中进一步升华凝聚成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

和理论。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初则学

商战于外人 ,继则与外人商战”⑨。

　　 1858年 ,郑观应来到了洋行林立的上

海城 ,开始了他长达 20余年的买办生涯。

他的近代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的形成正

是以此为起点 ,并在此后的洋务实践中得

到发展。

　　自林则徐、魏源首倡“师夷”始 ,尤其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介绍和翻译欧美各国

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的书籍不断涌现。

派遣留学、翻译西书、设立学堂本是洋务运

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

造总局附设的翻译局翻译了大量西书 ,如

《泰西新史揽要》、《格致汇编》、 《万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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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等等 ;同时 ,传教士及其他在华西人对

西方的介绍和西学的传入亦相当可观 ,如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以及花

之安、李提摩太等的关于在中国推行 “新

政”的文章和书籍 (如《自西徂东》等 )。尤其

是西方经济学说的传入对晚清社会近代经

济思想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催生作用。 美国

传教士丁韪良曾在同文馆讲授“万国公法”

和 “富国策” (即政治经济学 )课程 ,并翻译

刊印了福塞特 ( H. Faw cet t )的《富国策》 ( A

Manual of Poli tical Economy ) ,海关总税

务司还翻译出版了耶芳斯 ( W. S. Jev ons)

的 《富国养民策》 ( Primer o f Po li tica l E-

conomy )。 其他还有一些介绍评述西方财

政、经济制度和思想的书籍 ,如《列国岁计

政要》、《保富述要》等。甲午战争后 ,西方近

代学说和思想的传播更是发展到一个新的

高潮。 这些都为当时如同郑观应一样忧国

伤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垂青 ,如郑观应十

分喜欢阅读罗伯特 ( Mackenzie Robert )的

《十九世纪史》 ( Nineteenth Century )中译

本 ,以致于购买百册以赠友人。 另外 ,传教

士创办的报刊对传播西学也起了重要作

用 ,郑观应即是《万国公报》的支援者和热

心读者。频繁的社会活动 ,与外国人士的广

泛交游 ,也是郑观应了解泰西的方式之一。

　　除了阅读中文报刊及翻译的书籍之

外 ,他还可以直接阅读英文书报。郑观应十

分重视英语学习 ,主张广译西书。直接阅读

英文书籍和报纸也是他吸纳西学的一条途

径。他自己说: “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 ,每

于耳酣酒热之余 ,侧闻绪论 ,多关安危大

计 ,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 ,有

触于怀 ,随笔札记。”10在其《盛世危言》中 ,

有很多附录、附论、节录等 ,大多是中外人

士关于西方和时事的文章。 他本人还著有

实学方面的书 (“曾与同事著有《万国电报

通例》、 《测量浅不学》、 《电报新编》各

书”11 )。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正是通过

上述多条途径得以逐步形成和完善。

　　但是 ,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从小的儒家

教育 ,中西文化的对比 ,使郑观应并没有走

向历史虚无主义 ,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持

扬弃态度。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他

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之

一。在其诗文中 ,他提到了《管子》、《齐民要

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与经济有

关的著作以及管子、子贡、百里奚、弦高、吕

不韦、汜胜之、桑弘羊、刘宴等农学家、理财

家。 他对管子尤为推崇 ,曾写有《读〈管子〉

有感》一诗。该诗先略论富与强的辩证关系

后吟道: “贤哉管夷吾 ,相齐知所务。武备固

讲求 ,工商亦保护。”12由此可稍知他对中

国传统经济、理财思想的借鉴与改造。

　　郑观应努力在中西学说之间寻求结合

部和平衡点 ,力求融会二者。 他认为 ,对西

学的引进与吸收 ,离不开中国固有的文化

传统和现实基础 ,“从事西文西学 ,固为知

几之士 ,识时之杰 ,然必以我本国文字学问

为始基 ,而后能融会中、西之学 ,贯通中、西

之理。”他鄙视那些“略识洋文 ,略谙西语 ,

便诩诩然夸耀于世 ,以为中国文字学问不

足学 ,不必知”的“浮薄少年”13。 在中西学

的关系上 ,他说: “中学其本也 ,西学其末

也。 主以中学 ,辅以西学。”要想与欧西争

强 ,非徒在学其枪炮战舰 ,“强在学中国之

学 ,而又学其所学也”14。 早年他就认为洋

务企业的各局总办应通中西之学 ,明制造

之事。后来他建议朝廷增设商部 ,“以熟识

商务 ,曾环游地球 ,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

大臣总司其事”15。这些都可看出其中西圆

融的文化态度。他试图撷取中西学的优势 ,

构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蔡元培即认为《盛

世危言》一书是“以西制为质 ,而集古籍及

近世利病发挥之”16 ,此论颇中肯綮。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毕竟与中国传统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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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主义相对立。一位外国史学家说 ,郑观应

关于近代改革的理论和知识“不是通过阅

读儒家经典获得的 ;而是作为一个买办同

外国人交往的结果”17。 —— 应该修正的

是 ,买办生涯结束之后 ,他并没有断绝与外

国人交往、对西学的吸纳 ,而儒家经典亦为

郑观应所改造和利用。 郑观应的近代经济

思想当亦作如是观。用郑观应自己的诗句

“熟读中外平准书”18来作为中西文化对其

近代经济思想的双重影响的总结应该是较

为公允和准确的。

　　由此可见 ,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是

中西文化圆融的结晶。 他对待中国的传统

文化及经济思想 ,既不妄自菲薄 ,也不冥顽

自封 ;对待西方的近代文明及经济思想 ,既

不盲目排斥 ,也不伪饰美化。这一立场和态

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走在了同时代人的

前列。

　　近代中国早期的经济思想产生于当时

特定的历史过渡时期 ,印染上了浓重的时

代色彩 ;个人的经历学识、生活环境又使思

想家的思想富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所以 ,郑

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特点既属于他自己 ,

也具有共性 ,因为“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

倾向的代表 ,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

想的代表”19 ,反应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过渡

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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